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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胶县地名志》是专门介绍胶县有关地名情况的资料书。本志包括胶县的现

行行政区划，居民点，部分重要历史地名，重要自然地理实体；部分起地名作用的台，

站，港，场，人工建筑物，名胜古迹，纪念地的概况、名称来历、含义，沿革，以及部

分古城古地的简略考释。附地图2 8幅，照片2 5帧，供查阅使用。

查阅该志，不仅可以帮助熟悉胶县现行地名的标准名称，而且能够比较全面地了解

胶县的地理，历史和经济状况，以及地名与风土民情、资源物产等方面的关系，使地名

资料更直接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群众生活服务。同时，对探索该地区

的地名形成规律，为地名学的研究，也有一定参考作用。

本地名志的编纂，是胶县地名普查成果的结晶。是胶县人民抢救地名历史遗产、清

理历史遗留混乱现象，使地名走向标准化、规范化的开端。也是使中断半个世纪之久的

胶县地方史志工作，先从地名入手进行编补的尝试。胶县广大地名普查工作人员，在各

级党政领导的关怀下，历时一年零八个月，完成了全-县1976条重要地名的普查，补调和

考证J并遵照国务院国发(1979)305号文件《国务院发布关于地名命名，更名的暂行

规定的通知》精神，对全县151处重名大队做了调整，使本县地名基本达到含义健康，

书写规范、读音准确，为编写本志打下了有利基础。

为了便于大家查阅和使用本志资料，现将有关问题作如下说明：

一，本志共收录县境内地名2088条。其中重要历史地名3l条，行政区划和居民点名

称1740条，起地名作用的台、站、港、场名称101条，重要人工建筑物、名胜古迹纪念地

名称83条，自然地理实体名称57条。对胶县的历史沿革状况，以地形图及沿革表形式分

1911、1930、1944、1948、1953、195q年六个时期加以反映。另外，对部分注销和已消失的

地名76条，也作了简要的纪录。

二，凡列入的地名，均为现行标准名称。各行各业使用地名时，应以此为准。如需

更换某地名称，应按规定权限报批，并报地名专门机构备案。

三、行政区划居民点条目，本地一村一队较多，除一村多队和一队多村作简要介绍

外，其余均以介绍居民点为主，生立大队只列条目不赘述内容。

四，所列数字，除个别注明年份者外，均为1978年底县计划委员会的统计数字。

五、地名的汉语拼音，除少数方言字音加以注明外，均按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国

家测绘总局公布的《中国地名汉语拼音字母拼写法》拼写。志内有三个方言用字：崖，

读音Ya i，不读Ya，郐，读音Gui，不读kua i；阿，读音wo或e，不读a。

六、志内所用行政区划地图，较为粗略，界线未经实测，不能作为划界依据。

七、志内所用高程，为1956年黄海高程系。

八，汉字首字笔划索引， 口一，，从(一)不从(I)，如l荣，花，莒等， “前"



从(’)不从(一)，“状"从(’)不从(I)I搿北秒从[I)不从(、)l
“多一从(1)。

九，拼音音序索引，按地名分类编排。条目较少的类别，只按音序逐条排列。

胶县地名委员会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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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县地名考略

胶县位于山东半岛西南部，胶州湾西岸，跨胶济铁路东端。是著名“胶州大白菜，，

的故乡。地处险要，历史悠久，素有口金胶州，，之称。现对其名称由来，历史沿革作浅

略考释。

据《胶州志》载l “水出中条山⋯⋯胶水为大黟《寰宇记》云。水色如胶，故名胶

河黟。古之胶河，贯穿州境，为之大水。《中国历史地图集》对胶水自战国就有标注，

历代胶西，胶州，均以水得名。

胶县区域的远古历史无籍可考。《州志》云·“州在虞夏，当为青州莱夷之域，，。

据1974年城南公社北三里河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考古发掘测定，远在3990年(-!-155)

前原始氏族社会，胶县这块地方就已有劳动居民定居，发展了古代的灿烂文化。出土的

蛋壳黑陶器和兽形陶器，显示了当时居民的劳动智慧和艺术造诣。选送北京的一件蛋壳

陶杯，其手工工艺堪称世界之最，杯高20厘米，重量仅有39克，近口沿部的厚度只有

0．3毫米。猪狗形、蟠螭形陶翟为我国文物稀珍，是胶县古老文明的物证。

胶县在商代的历史末见史书记载。近年来的考古发掘也填补了历史空白。1 9 7 6年

春，昌潍地区文物管理小组对胶县张家屯公社西皇姑庵大队西周墓葬遗址进行了抢救试

掘，其报告称一 “上层有少量战国遗存，中层系商周墓地，下层属龙山文化。，，“曾出

土过大型石磬’’， “采集的铜器分析，器体较厚重，饕餮纹占主导地位，有的则是素

面，此为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的特征，时代应在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 “在西庵遗址

南约1．5公里发现一处遗址⋯⋯面积大，文化堆积厚， 时代又与西庵商周墓地相符⋯⋯

有可能就是与西庵贵族墓地相对应的居住区”①。出土铜器的铭文充分说明，它是较大

的奴隶主贵族②。印证历史，周王朝姜姓大族长吕尚， “受封齐侯，都营丘"之前，商

代统治者在胶县地区已有一定势力．，西周政权在商王朝的基础上经过征战，更为巩固。

胶县则为诸侯国莒之封地。

《胶州志·大事记》“周武王十三年(己卯)，封少昊之裔兹舆期为莒子，都于

计’’。口计”就是计斤。其地理位置在今胶城西南隅的城子村附近⑧。城子村前，十几

年前尚有古城残垣一段，高3米多，夯土、柱洞历历可辨。根据《齐乘》记载- “计斤

城，有双塔对立，日东西计斤’’城子西南1．5公里处，有东西计斤庵二村， 《胶州志》

云“当即所谓东西计斤，古有塔而今废也，，。究竟以塔命城，还是以城命塔，有待详

考，暂不赘述。以上记载表明，胶县在西周时期是莒国都城所在。

春秋时期，计斤改为介根，介自为国，后并入齐。计斤改介根的始末I《胶州志·

疆域沿革》载“春秋，隐公二年夏五月，莒人入向④。杜注，⋯⋯疏。莒，初都计，后

迁莒”。《左传·襄公二十四年》一“崔杼伐莒，侵介根，，。张宾雁日；“莒既南徙，

以计地为介根"。

秦始皇二十六年(庚辰，公元前221年)灭齐，置琅邪郡，始置黔陬县。《齐乘》

l肚



日l “黔陬，秦所置。在高密郡东北，古介葛卢围也。后移县于胶水西。’’唐贾耽著

《郡国县道记》“其时，高密郡治诸城，故日黔陬在东北"。

西汉元封五年(乙亥，公元前106年)冬“始置十三部刺史，循行郡县"。此时，

胶县境内有黔陬、计亓(《中国历史地图集》作计斤)，郑县、祓国⑤、柜县五郡。新

莽天凤元年(甲戌、公元14年)秋七月，改祓日纯德，柜日祓同。淮阳王刘玄，更始元

年(癸未，公元23年)秋九月，诛莽，复祓柜旧县。

东汉光武帝建武十三年(丁酉，公元37年)省祓，柜、郑、计亓四县，以柜入徐州

剌史部琅邪郡琅邪县，计亓入黔陬侯国，改属青州刺史部东莱郡。汉献帝建安三年(戊

寅，公元198年)分北海，置城阳郡，以黔陬县属。

西晋太康十年(己酉，公元289年)移城阳郡治于黔陬县。

南北朝，宋孝武帝大明八年(甲辰，公元464年)撤高密郡，将黔陬县改属北海郡。

到北魏孝庄帝永安二年(已酉，公元529年)置胶州．《学古编》l “初置胶州，领东

武、高密，平昌三郡，治东武陵(诸城)。以胶名州始此。”就是说，以胶水为州(县

)命名，是从这时开始的。北齐文宣帝天保七年(丙子，公元556年)冬十一月，置平

昌郡于黔陬县。

隋文帝开皇三年(癸卯，公元583年)秋八月，废平昌郡，以黔陬直隶胶州。开皇

五年，改胶州为密州。(开皇)十六年置胶西县，治于胶墨二水之间，并将黔陬北鄙割

归胶西县。隋炀帝大业元年(乙丑，公元605年)废黔陬入胶西县。大业九年，农民起

义，胶西县城废。

唐高祖武德六年(癸未，公元623年)省胶西入高密县，并在县东鄙置板桥镇。

北宋哲宗元裙元年(丙寅，公元1086年)以板桥镇为胶西县，兼临海军使(见《地理

志》)，冠板桥市舶司。《宋史·食货志》I“板桥濒海，东则二广、福建、淮浙，西

则京东、河东、河北，商贾所聚，海舶之利⋯⋯州置市舶司，板桥置抽解务"管理海运

事务．

蒙古太祖二十二年(丁亥)，置胶州于胶西县。历元、明、清三代。光绪三十年(甲

辰)升胶州为直隶州，以高密，即墨二县属之。

民国二年(1913)裁直隶州，改胶州为胶县。属胶东道辖。民国十四年(1925)裁

胶东道。十月，设莱胶道，治胶县。辖胶县、高密、即墨，平度、掖县，昌邑、潍县、

安丘、诸城九县。十七年裁。

解放后，胶县城曾两次为专署驻地，1949年为滨北区专员公署，1950年为胶州区专

员公署，1956年7月撤。县名无变动。

注 释

-
，

①《文物》1977第4期《胶县西庵遗址调查试掘简报》。

②县文物室收藏西庵遗址部分青铜器，有带铭文的“父甲，，矗举父癸"爵、“妇"

毁、“女×’’方彝、‘‘父己’’尊，以及两服两骖车马坑等，佐证。特t1是1982年采集的

“史一方鼎，更能证明该遗址为官族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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